
版第3本版主编 武曼晖 编辑 孙泓轩 文化广场 2019年11月4日

1931年秋，雨水调和，丰收在望，农民高兴
有个好年头，城市贫民盼望粮食价格便宜一点，
生活过得好一些。不料日本鬼子侵略了我国东
北，兵荒马乱，战火由南向北燃烧。附近的洮南
府和郑家屯都被占领了。这时，人们都盼望快
点出兵把日本鬼子赶出去。但有哪个军队能来
呢?老百姓也不知道。1932年的春天，听说热
河省汤大虎的军队快要来打日本鬼子了，人们
日日夜夜地盼望着、等待着。

到了初夏的时候，一天下午从西方突然来了
一支队伍，头目是胡必烈司令（蒙古族人），共有
1000来人，有步兵，也有骑兵，蒙古族汉族都
有。他们身穿灰色的军装，头戴大盖帽，打着裹
脚。武器都是步枪，有湖北造、筒子、连珠枪……
没有重武器。打着红旗，队伍整齐，纪律严明，不
打骂老百姓，不拿老百姓的东西，不叫群众给遛
马等等，颇受群众欢迎，尤其他们要去洮南打日
本鬼子，更受老百姓的钦佩和拥护。

义勇军的主要机关驻在瞻榆县城西边张
豆腐房屯，司令部就住在当地人家院内。胡司
令为人和蔼，平易近人，喜欢与群众谈话。群
众问他们是由哪里来的，他说：“我们归汤司令

管，是地方组织的军队，叫义勇军，是专门打日
本鬼子的。”来到这里以后，这支军队开始扩
军，又进行练兵。到了8月份要去洮南打日本
鬼子。后勤部还留在张豆腐房屯驻守，看管给
养以及枪支弹药，留守人员大约有50多人，其
中病号有20多人。

一天上午10点钟左右，一架日本飞机在瞻
榆县城的上空盘旋，飞得比较低，飞机肚子上的
膏药旗都看得清清楚楚。我们当时正在私立学
堂念书，过去听说，人坐飞机能在天上飞，这次
都要看看飞机什么样。不一会儿，飞机到了我
们头顶上空。同学和徐子库老先生都到院内看
飞机。老先生惊讶地说：“这是日本飞机，上边
的红色月亮就是日本旗，赶快躲开。”刹那间，飞
机突然低飞并向下投弹，发出巨大的爆炸声。
第一颗炸弹投在屯西头，目标是大树下人多的
地方。由于人分散及时，把树炸倒了几棵，没有
炸到人。随着投下第二颗炸弹，炸倒了三间房
屋，压死了老信头和他的儿子。老百姓都跑出
屯外，义勇军没有跑，他们说跑出去会暴露目
标。接着又投了第三颗炸弹，落在老赵家院内，
炸了一丈多深的大坑，出了水，还把房子炸坏了

一部分。趁着烟雾，义勇军转移到高粱地里。
第四颗炸弹也没炸到义勇军。把正在苞米地摘
豆角的老封太太（封运财的老妈）炸掉一只胳
膊，昏倒在地里。到了中午飞机走了，各家都出
来找孩子，学堂也停学了。这次日寇飞机为什
么炸张豆腐房屯呢？主要原因是发现了义勇军
从洮南派回来取给养的大车引起的。

第一次轰炸后又过五六天，在9月上旬的
一天10点左右，从东北方向又来两架飞机，到
瞻榆县城上空盘旋三圈后，向着县衙门院内连
续投了3枚炸弹，后又向人多的地方用机枪扫
射。被炸死的有县衙门东院居民老卢太太，双
腿被炸掉，当场死亡，另有两名职员被炸死。大
街上有5个老百姓被炸伤，还炸死了3头毛
驴。日本侵略者两次轰炸扫射，只炸死、炸伤居
民和牲畜，一个义勇军也没炸到，进一步暴露了
日本帝国主义惨无人性的侵略罪行，更加激起
了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恨。

旧中国衙门的官员只知道掠夺民财，根本
不管老百姓死活。日本飞机的两次轰炸后，把
当官的吓破了胆。这时街里有个姓许的算卦先
生（许瞎子）算了一卦，他说：“某日某时日本飞

机还来轰炸。衙门职员也不上班了，有的把家
都搬到乡下去了。”

县长庄绍裕表面虽不信算卦，但心里无底，
怕再来飞机被炸死，在10月初带着全家逃往集
贤村避难去了，跑了一个多月才回县。当年冬，
日伪军张大麻子（张海鹏）的队伍——三支队来
打瞻榆县城，由于义勇军吉林队人少，又缺少枪
支弹药，很快就撤走了。只剩下大刀会，有100
来人在北门外和敌人展开了白刃战，杀死日军十
几个人，由于大刀会有伤亡，又无援军，也撤走
了，大刀会给人们留下了英勇的深刻印象。

日军占领了瞻榆县城，庄绍裕又当了伪县
长继之又进来日本守备队，天天坐三四辆大板
车（汽车）进东门出西门，进进出出好像有多少
兵似的，实际还是那一部分人，虚张声势，镇压
中国人民对他们的反抗。 （六十八）

（中共白城市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近年来，随着互
联网的普及和移动终
端设备的流行，传统
辞书逐步向数字化方
向发展，“传统辞书
数字化网络化”话题
成为近期网友关注
的热点，特别是经过
两年时间研发的《现
代汉语词典》App于8
月下旬发布，引起了
网友热烈讨论。据光
明网数据新闻工作室
统计，近一个月来网
上相关讨论量约 6.8
万条。

较多网友认为，
在互联网时代传统辞
书数字化十分必要，
有助于增强使用者查
阅 的 便 利 性 、时 效
性。网友“lilililei11”
称：“现在大家都习惯
在网上浏览信息，传
统工具书‘上网’能增
加很多便利。”网友

“龙珠 DB”也表示：
“现在网络流行语一
天一个样，传统辞书
要跟上互联网造词的
速度，要把广大网友
普遍接受的流行语记
录下来。”微博大 V

“安广禄”表示：“辞书
要 是 再 不 走‘ 互 联
网+’的路子，恐怕就
要落后于时代了。”

有网友提出，传
统辞书“上网”后存在
标准不统一、内容不
规范等问题，呼吁加
强其科学性和权威
性。网友“张姐姐”
称：“除了新华字典，还有各式各样的小词典，
里面的内容是有差别的，一股脑儿地放在网
上，让人很难分辨哪个是真的。”网友“郑州市
一个好市民”称：“现在网上一些电子版辞书
有很多不科学不规范之处，解释和注解缺乏
统一标准。希望相关部门联合出台相关标
准，服务广大读者。”

不少网友关注传统辞书数字化发展困
境，呼吁在人才培养、资金支持等方面给予更
多支持。网友“布朗小盆友”说：“感觉权威辞
书对编写专业性要求很高，能胜任编写工作
的未必能掌握互联网新技术，懂技术的又不
见得有很高的语言学水平，说到底，还是缺人
才。”网友“青虫囡囡”期望：“相关部门多投入
一些资金支持传统工具书的网络化数字化发
展。” （据《光明日报》）

网
友
期
待
：
辞
书
﹃
上
网
﹄
应
有
统
一
标
准

“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这句耳熟能详的
话，据说正是由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的名句演绎而来。

说起徐霞客，人们脑海中多半会浮现出一个风尘仆仆的
老头形象。他天性热爱大自然，一生都在考察探险，被誉为

“千古奇人”，一部《徐霞客游记》流芳百世。
这个印象没错，但或许不是那么全面。
抛开光环，他是一个有勇气的人，也是一个幸运的人。勇

气在于不畏流俗，敢于选择用自己的方式去生活；幸运的是，
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恰好都支持他的选择。

对自己喜欢的事情，心之所向，便素履而往。

一

时间往前推四百多年，正是明神宗万历年间。在南直隶
江阴徐家，一个小男孩诞生了。父母很高兴，给他取名“弘
祖”，也就是后来的徐霞客。

在当地，徐家是个有名的富庶之家，祖上都是读书人。从
徐弘祖这个名字来看，长辈们同样对这个小男孩寄予厚望。

他也确实天资聪颖，特别喜欢看书，没多久就把家里的藏
书翻了个遍，接着又到处搜集没读过的典籍，偶尔赶上兜里没
钱，顺手就把衣服脱下来卖掉，换钱买书。

只不过，他的阅读趣味有点特别：私塾同学们都看四书五
经，他喜欢的是地经图志，比如大名鼎鼎的《水经注》。有一
天，老师问大家有什么志向，徐霞客的回答差点把他气吐血：

“大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
也就是说，那时候大家基本都想着如何准备考科举，他研

究的却是“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他热衷登山、探洞等冒险活动。父亲徐有勉生性洒脱，对

儿子的爱好大力支持。有一回，徐霞客因为探险被困在山里
三天未归，仆人都急得不行，徐有勉挺高兴：人生原本就该这
样啊，你不是立志周游天下吗？很好。

父亲去世后，守孝期满，他想外出探寻奇山秀水的奥秘，
但心里很纠结：我怎么能丢下母亲外出旅行呢？身边人也劝
他，赶紧好好念书，考个功名才是正道。

就在一群人给徐霞客泼冷水的时候，他的母亲王孺人站
了出来。

她给儿子缝了一顶远游冠，“好男儿志在四方，你怎么能
因为我的缘故，就这么长久地困在家里呢？走吧，等你游遍名
山大川，回来讲给我听”。

在多数人都按照标配模式生活的情况下，徐霞客才是别
人眼中那个不务正业的人，徐母之举需要很大勇气。可正是

这种支持，才成就了后来的“千古奇人”徐霞客。
所以，父母对孩子最好的爱，也许就是对梦想恰到好处的

成全。
既然如此，那就出发！这一年，徐霞客22岁。

二

徐霞客的壮游经历，大概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由
于记挂着年迈的母亲，徐霞客走得不太远，游览了太湖、泰山
等地，每年春天出去，秋天就回来。

从大约28岁时开始的20余年间，他开启第二阶段旅行，
游览了黄山和嵩山、五台山、华山、恒山等名山。不同的是，这
期间母亲去世了，没了牵挂的徐霞客会走得比以前更远一些。

他的旅行很有特点。别人一般顺着前人趟出来的路走，安
全系数高。徐霞客偏不，总挑人迹罕至的地方。爬山时，上山走
这条路，下山就找另一条路，这样才能看到别人没见过的景致。

有一回，徐霞客成功登上嵩山万岁峰的山顶，决定抓着野
藤从嵩山西壁攀援而下。谁想到山壁太陡峭，下滑速度越来
越快，最后只能死命抓住藤条硬扛。等滑到谷底，他的双手已
经血肉模糊，衣服几乎被挂成布条。

就在此时，徐霞客看见谷底沟壑俨然，遍布奇树怪石，万
道霞光从云朵中透出，他忘了喊疼，“好一派人间仙境！”这，就
是嵩山奇景——西沟。

他总能发现大自然的美。比如，登上一座叫仙阳岭的小
山，没什么震撼人心的风景，他觉得也挺好：阳光灿烂，杜鹃花
开得很可爱。

苦，对他来说算不了什么。徐霞客去攀登黄山，冬天很
冷，就用铁棒等物在峭壁之上凿出一个个冰坑，如愿爬上山
顶，只见景色壮美，顿觉身心澄澈。

赶上大雪封路，他在山上的寺庙坐了一整天，听着下雪、化
雪的声音，怡然自乐。闭上双眼，仿佛忘记了山下的人世喧嚣。

三

听上去或许很诗意，但徐霞客的出游不是说走就走的旅
行，而是带有科考意味的探险活动。

徐霞客两次游历黄山，最早发现并记录了光明顶、鳌鱼背
等处是黄山最高处的古夷平地，考证出黄山是长江水系和钱
塘江水系的分水岭；又先后登上天都峰和莲花峰，仔细比较
后，认为莲花峰是黄山最高峰。

后来，经过科学测定，莲花峰比天都峰高了54米，徐霞客

是对的。
古书中记载，雁荡山山巅有大湖。徐霞客觉得不对头，决

心亲自求证。雇来的向导知道雁荡山险峻，给他指完方向就
跑路了。

他只好一个人爬山，路的尽头是悬崖。徐霞客又把布带
系在崖顶的岩石上，一路攀援而下，最后发现悬崖一望到底，
压根没有大湖的影子。

游历湖南麻叶洞，徐霞客好奇此类洞穴和怪石的由来。
考察多个岩洞溶洞后，他认为，岩洞是因为常年流水冲刷，奇
特的钟乳石是含钙质高的水滴蒸发凝聚而成。这个论断，比
欧洲科学家早了一百多年。

他的探险经常会遇到危险。正是在麻叶洞中，才走了几
百米，空间越来越狭窄，他只能一手拿着火把，一步一挪地往
前爬，由于空气流通不畅，差点因此窒息。

有人做过考证，徐霞客去的地方往往荒无人烟，只能靠徒
步跋涉。旅店是没有的，常常粥都喝不上。在三十年的游历
中，三次遭遇强盗、数次绝粮，差点饿死在深山。

可是，无论如何艰难，如何风餐露宿，他从来没有选择放弃。
有时候，让一个人充满勇气，只需要一样东西就够了，那

就是美好的信念。徐霞客做的，正是他喜欢的事情。
从第二阶段旅行开始，他养成了“写日记”的好习惯：不管

行程多艰苦，晚上总要找机会记录下旅途的所见所闻，日复一
日，不曾间断，后来取名《徐霞客游记》。

气象的千变万化，山川树木的千姿百态，都在书里出现
过。它不仅是地理巨著、科学巨著，也是一部难得的文学佳
作，在国内外具有深远的影响，曾被称为“古今游记之最”。

四

大约1636年，徐霞客踏上人生中最后一次波澜壮阔的
旅程。

这回，他多了一个伙伴：南京迎福寺僧人静闻。静闻一直
想把自己用血抄成的《法华经》送到鸡足山悉檀寺。鸡足山在
云南，当年比较荒凉，交通基本只能靠走。静闻听说徐霞客打
算出游，便跑来要求同行。

俩人还算投缘，一路相谈甚欢。但当他们来到湖南时，在
湘江上遇到一伙强盗，徐霞客侥幸躲过一劫，静闻没那么幸
运，为了保护经书文稿，混乱中被砍了好几刀。

静闻本来体质就不太好，又受了刀伤，勉强坚持走到广
西，就圆寂了。他留下遗愿：若死，可以骨往。

徐霞客放声痛哭：我答应你。

料理完静闻的后事，他背上静闻的骨灰出发了。按照两人之
前划定的路线，到达广西后，接下来要进入四川，最终抵达云贵。

路上，徐霞客穷到几乎路费都拿不出，为了省钱想尽办
法：没有住处，废弃的房子也能凑合一晚，实在不行露宿荒野；
找不到饭馆，就吃干粮，再薅一把野菜，喝一口山泉水。

凭着毅力，他翻越重重大山，走过西双版纳，渡过条条大
江，终于抵达鸡足山。走到悉檀寺时，正好临近1639年除夕。
徐霞客安葬了静闻的遗骨，把经书交给寺僧，兑现了承诺。

只此一举，这一生，已胜却人间无数。

五

按常人理解，徐霞客完成朋友的心愿，就可以回家了。
他没有。对逐渐衰老的身体，徐霞客也心知肚明，由于染

上足疾，有时候每走一步都疼得钻心。但最后，他还是踏上了
属于自己的征程。

如果生命时日无多，那就尽量走得远一些吧。
在云南，他远远看见了玉龙雪山，旅途中还经过大理，见

到著名的风花雪月四大景：下关风，上关花，苍山雪，洱海月。
走到腾冲后，没有多久，徐霞客的身体终于撑不住了，双

足俱废，再也不能继续旅行。
好友木增派人把他送回江阴老家。他的病情越来越重，

不再过问家事，很少见外客。只是，在床前始终放着几块带回
来的怪石，每日摩挲相对。

数月后，徐霞客溘然长逝。
很多年以后，5月19日被定为“中国旅游日”，那正是《徐

霞客游记》开篇的日子。

六

生于富庶书香之家，人又十分聪慧，有人曾替徐霞客设想
过人生的N种可能，比如参加科举考试谋个官职；或者做做生
意，哪怕守着祖上留下来的田产，也能生活得很惬意。

看上去都比跋山涉水受罪强。徐霞客却不这么认为。他
在当地名声很好，病重时亲戚朋友甚至江阴的官员都来探望，
有人趁机问出他们多年的疑惑：凭你的才华，完全可以求取功
名，封妻荫子，为什么不呢？

沉默良久，病榻上的徐霞客昂起头：“汉代的张骞、唐代的
玄奘、元代的耶律楚材，他们都曾游历天下，但都是接受皇命
去往各地。我只是个老百姓，身着布衣、拿着拐杖、脚踩草鞋，
就做到了他们三人做到的事情。所以，我死而无憾”。

梁启超给过徐霞客一个很高的评价，“盖以科学精神研治
地理，一切皆以实测为基础，如霞客者真独有千古矣”。

但对徐霞客来说，这些后世的推崇和赞许可能都不重要，
他耗尽一生光阴去实践自己的兴趣，走遍大半个中国，原因只
有一个，“我喜欢，我想去”，原本也不是想借此出人头地。

他没有什么优越的物质享受，但却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努
力生活过，让生命最大限度绽放出光彩和温暖，为世间留下一
份珍贵财富和美好回忆。单凭这些，就足够受人景仰了。

前些年的热播剧《士兵突击》里，新兵许三多总喜欢琢磨
一个问题：做什么事才有意义？徐霞客这一辈子，就是最优秀
的答案之一。

多少人的终极梦想，400年前就被他实现了
●上官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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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第四十八回，曹雪芹借
林黛玉之口，说出了一个学诗次第：

“你只听我说，你若真心要学，
我这里有《王摩诘全集》，你且把他
的五言律读一百首，细心揣摩透熟
了，然后再读一二百首老杜的七言
律，次再李青莲的七言绝句读一二
百首。肚子里先有了这三个人作了
底子，然后再把陶渊明、应瑒、谢、
阮、庾、鲍等人的一看。你又是一个
极聪敏伶俐的人，不用一年的工夫，
不愁不是诗翁了!”

王摩诘即初唐诗人王维，以五
言律诗见长；老杜即杜甫，七律集古
今大成，如此称谓是为了区分晚唐
诗人“小杜”杜牧；诗仙李白自号青
莲居士，七言绝句最是清新飘逸；以
此三家作基础，再上溯至陶渊明、应
瑒、谢灵运、阮籍、庾信、鲍照。林黛
玉信心满满地告诉香菱，“不用一年
的工夫，不愁不是诗翁了!”

《红楼梦》中这个章节，我曾经推

荐给很多初学写诗的朋友。有人问
我，为什么要按照曹雪芹给出的方法
学诗？难道他的作品比诗经、楚辞、
唐诗、宋词还好？倘若将《红楼梦》中
的诗词拿出来与唐宋名篇相较，结论
是怎样？我的答复是：没有可比性！
而且这种比较没有意义，对曹雪芹、
对《红楼梦》也不公平。

生活中，无论说梦、解梦还是圆
梦，都需要从梦中醒来，不能一直在梦
中。曹雪芹无疑是一个提早醒来的觉
悟者，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
家之一，他把自己的精力、诗词修养、
美学思想都展现在《红楼梦》中，其突
出特点就是“真”——真实地再现生
活，还要用“假语村言”“将真事隐去”，
既要描绘对美的向往追求，还要预言、

再现美的沉沦毁灭。曹雪芹在《红楼
梦》中代人物创作了许多诗词，林黛玉
的作品就是林黛玉的性情，薛宝钗的
作品就是薛宝钗的人品，还有迎春、李
纨、香菱、薛蟠等人，莫不如此。古往今
来，哪一位诗人的作品能拥有如此多
样人格与性情？虽然曹雪芹并没有自
己的诗词流传下来，但我们由《红楼
梦》中的诗词作品就可以想见其诗词
修养和功力。从书中各式各样的诗、
词、曲、赋、楹联等韵文看，曹雪芹“按
头制帽”的水平，堪称第一流。

当然，自南朝钟嵘著《诗品》开
诗话之先河以来，历代均有诗话流
传，但其中不乏人云亦云、隔靴搔痒
之论，可能误导不少后来者。因此，
曹雪芹作为一位好诗、懂诗、能诗的

作家，为我们出示的“金针”才愈发
显得可贵，更值得我们借鉴。甲戌
本第一回脂砚斋评曰：“余谓雪芹撰
此书，中亦有传诗之意”，既然前贤
有心传诗，我们为什么不去珍惜呢？

生长在诗的国度，不知诗词鉴
赏难免美中不足；若要读懂《红楼
梦》，诗词功底也是不可或缺。从何
学起？曹雪芹在第四十八回借黛玉
之口，传授了学诗法门。

杜甫有诗曰：“不薄今人爱古
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
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曹雪芹没
有让香菱跟着林黛玉、薛宝钗、史湘
云学写诗，因为《红楼梦》中的诗词，
不过是他依据人物秉性、情节发展
立意而生，这在古典小说中尽管是
开创性的，所有作品也能恰如其分，
从不游离于书外，但就诗词学习而
言，却非入门正途。故而，他在书中
明示，要香菱学诗取法乎上，直追前
贤。 （据《解放日报》）

跟 曹 雪 芹 学 诗


